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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山西剪纸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应用与发展。方法 从山西剪纸的造型、色彩、风格 3 种

艺术表现形式入手，结合网站界面设计、书籍装帧设计、包装设计 3 方面就山西剪纸在其中的具体应用

与发展展开分析和论述。结论 在现代艺术设计中巧妙融入山西剪纸这一艺术形式，能够进一步提高艺

术设计作品的审美价值，促进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设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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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hanxi Paper Cutting in Modern Ar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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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College of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31,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aper cutting in modern art design in Shanxi. From 

three kinds of artistic expression such as form, color and style of Shanxi paper-cut, combined with the website interface 

design, book design and packaging design,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hanxi paper-cut is analyzed and 

discussed. Modern art design cleverly integrated into Shanxi paper-cut art form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aesthetic value of 

art design work,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rtistic design wit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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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是我国独有的一种传统民间艺术，千百年

来，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用一把剪刀在纸张上自由裁

剪，将生活中常见的动植物形象通过艺术加工活灵活

现地呈现出来，赋予其美好的情思与寓意，具有极高

的审美价值。山西剪纸作为这一民间艺术中重要的组

成部分，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传承。总体来看，

山西地处黄河流域中游，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1]。剪纸艺术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生根发芽，遍布于各个地市，又

因不同的地域环境、生活习俗、审美观念，形成了多

元化的艺术风格。比如晋南、晋中、晋东南等地区的

剪纸风格质朴粗犷、酣畅大气，雁北地区的剪纸则更

加精巧俊秀、富丽典雅。当前，吕梁中阳民俗剪纸、

广灵彩色点染剪纸等山西剪纸艺术相继被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重要性可见一斑[2]。为了

更好地对这一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传

承，广大设计师将其与现代艺术设计结合起来，在各

个设计领域进行实践与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实

现了剪纸与设计的和谐共生。 

1  山西剪纸的艺术表现形式 

山西民间剪纸凭借丰富的种类、美好的寓意和

广泛的用途，一直遍布山西人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且无论是窗花、墙花、礼花、顶棚花还是门笺、刺

绣底样，总是成双成对，追求情感上的表达，配合

鲜艳的色彩和虚实相生的效果，形成了别具一格的

艺术形式[3] 。首先，完美的造型。山西剪纸多采用阴

阳雕刻法，讲究阴纹与阳纹的共生，强调夸张的造型，

注重神似，整体构成又多体现出对称、重叠和拼接等

规律，形成了简洁中有夸张，节奏中富韵律的艺术造

型。比如，山西剪纸中龙、虎、鱼、蛇等图腾造型，

简单明了、夸张传神，显得新颖别致[4]。其次，亮丽

的色彩。受条件有限制，早期的山西剪纸艺人在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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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多采用单色剪纸，红色和黑色是其主要的纸质颜色，

尤其是对红色使用频繁，寓意吉祥美好。随着时代的发

展，纸质色彩逐渐丰富起来，为剪纸艺术表现形象、展

现情感提供了更大的发挥空间，于是，剪纸艺人逐渐开

始使用复色剪纸，在用色上更加大胆，不仅亮丽醒目，

更有着强烈的视觉对比，使得剪纸的艺术效果得以提

升。再次，装饰性风格。山西剪纸艺术具有极高的装饰

性[5]。在主题上多选择花卉、鸟兽，通过自由夸张的手

法形成新的形象，用以装点居室、改善环境。比如在米

仓上贴鱼形剪纸，寓意庄稼丰收、连年有余；在水缸上

贴鱼形剪纸体现鱼水情深、源源不断，这些富含寓意的

剪纸图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期盼和喜悦，尤其在春

节、元宵节、国庆、端午以及婚嫁吉日等节日，人们会

用剪刀在纸上自由发挥，创造具备吉祥意义的动植物形

象，表达他们对某些事物美好向往。 

2 山西剪纸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应用与发展 

山西剪纸多变的形式与丰富的文化内涵，为现代

艺术设计找到了全新的题材和素材，扩充了设计师的

创作思路，提升了设计作品的艺术表现力[6] 。其中，

网页设计、书籍装帧设计、包装设计等多种设计领域

都对山西剪纸的元素进行了恰当地借鉴与应用。 

2.1  网站界面设计中的山西剪纸 

在网站界面的设计工作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

一项便是确定界面的整体风格，有了明确的定位，才

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增加受众群体的数

量，提升网站的影响力。对于旅游类网站界面设计而

言，其必须在囊括大量信息，合理设计版式的基础上，

配合一些当地特色的文化元素或色彩搭配，让人们在

浏览的过程中能够迅速掌握旅游信息，并在脑海中不

断丰富和完善旅游景点的形象，吸引他们旅游。以山

西省旅游网站的界面设计为例，其在设计过程中，可

通过文字、图形、色彩、布局等视觉要素给人以直观

的山西印象，再结合平遥古城、乔家大院、五台山等

景点的摄影作品进行动态展示，突出山西地域特色风

格。在这一过程中，若能巧妙应用山西剪纸这一优秀

的艺术形式，将其作为 VI 视觉元素与网站界面中的

色彩、版式、图形图像等共同应用，合理搭配，便

能展示山西的民俗风情，在一定程度上弘扬山西文

化[7] 。首先，诱导用户视线。先图后文，先动后静，

先大后小，先中间再两边的读图顺序，决定了人们的

短时记忆过程。在应用剪纸艺术时，设计师可以以此

为依据，将形象生动，带有地方特色的剪纸图形作为

二级界面跳转符号的点，诱导用户的视线按照设计者

的意愿进行一定线性运动，以此帮助用户省略区域或

者关注区域，最大限度地让用户在短时间内借助剪纸

元素记忆更多对其有用的内容。其次，突出地域特点。

山西人内敛的心理和相对保守的性格在剪纸作品中

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种地域特性使得剪纸作品

具备了“晋”善“晋”美的性格品质，将其融入旅游网站

界面设计，能够突出地方特色，增强网站的本土文化

属性。再次，提升知名度。自 2013 年以来，“山西品

牌中华行”、“山西品牌丝路行”等一系列大型品牌活

动相继开展，有的更以山西剪纸为主题进行全景展

示，让全国多个省市领略了山西传统文化的艺术魅

力。在山西省的旅游网站界面设计中，设计师可以结

合实际对某一相关文化活动进行展示，进一步凸显山

西剪纸的艺术风貌，提升宣传效果。 

2.2  书籍装帧设计中的山西剪纸 

在书籍装帧设计的领域，适当融入传统文化元素

能够进一步拓展书籍装帧设计的方法，同时也可以使

优秀的民间艺术形式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下面主

要以山西晋中剪纸艺术在书籍装帧设计中的应用为

例进行说明[8] 。首先，平面化剪纸纹样的使用。晋中

剪纸纹样虽然讲究一定的夸张变形，突出主体，但并

不追求复杂的画面和光影效果，这种朴实、自然的平

面形象能够为书籍的视觉平面图像增添民间艺术气

息，迎合广大读者的审美。比如，在展示和宣传传统

文化类书籍的封面设计中，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开始依

赖各种电脑技术，这虽然丰富了书籍封面的表现形

式，却缺少了一份传统与真挚。将晋中剪纸纹样适当

融入，可以帮助读者突破简单重复的黑色文字，在节

奏感、运动感中产生情感共鸣，达到客观认识设计与

民间审美理想的和谐统一[9]。其次，装饰性剪纸纹样

的使用。中国现代书籍装帧设计一直在寻求一条适合

当代中国读者受众的设计路线。有着美好寓意、讲究

装饰性的晋中剪纸纹样，无论从形式、色彩抑或风格

等方面，都有着一种独特的亲和力，具备歌颂美好生

活、传播教化礼仪等功能，将这种装饰性元素进行筛

选和运用，能够增强书籍的装饰性，给读者带来视觉

上的跳跃，十分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要求。再次，意象

性剪纸纹样的使用。同其他剪纸艺术一样，晋中民间

剪纸纹样在岁月的沉淀和洗礼下，逐渐具备了一定的

寓意和象征，如龙、麒麟寓意吉祥，松、鹤象征长寿

等，这些约定俗成的意向性表达赋予了剪纸艺术以生

命，使其历经千年依然能够得以传承和发展。在现代

书籍装帧设计中的封面图案、内页插图中，表意性剪

纸纹样的应用能够给读者受众带来更加自由的认知

和更加深刻的阅读体验，感受到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

艺术魅力。需要注意的是，设计师在进行书籍装帧设

计时，不能一味按照前人经验照搬照抄，也不能盲目

地胡乱拼凑，而要找到晋中剪纸纹样与书籍装帧的契

合点，根据书籍内容的实际需要，恰当借鉴现代设计

的手法和理念，将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提升书籍装



第 38 卷  第 8 期 于琳琳：山西剪纸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应用与发展 213 

 

帧设计的整体效果。 

2.3  包装设计中的山西剪纸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观念不断改

变，对商品包装的需求逐渐从经济实用向审美价值靠

拢。加之，西方包装设计理念的影响和渗透，使现代

包装设计中的本土意味逐渐淡化，这些综合因素恰恰

为传统元素进入包装设计领域创造了条件。将传统剪

纸艺术中的图形、文字、色彩元素巧妙融入包装设计，

能够在美化包装形象的同时提升文化价值[10]。其中，

广灵传统剪纸艺术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便十分具有

代表性。首先，图形元素的应用。广灵剪纸艺术有着

丰富的创作题材，飞禽走兽、花鸟虫鱼、戏剧人物、

神话传说等无所不包，与之相对应的图形元素也异常

丰富多彩，且表达着人们的美好祝愿，将其融入包装

设计能够强化产品包装的视觉吸引力，提升产品的文

化内涵。比如，一些文化礼品的包装设计，就将广灵

剪纸元素与产品属性相互融合，在适当的包装材料上

进行合理的镂空，创造出了极具传统意味又凸显个性

的礼品包装。其次，文字元素的应用。广灵传统剪纸

艺术中的文字元素多通过谐音手法暗含美好寓意，如

“牡丹”通“富贵”、“花瓶”通“平安”、“鲶鱼”通“年年有

余”等。将这些文字信息应用于现代包装设计能够让

顾客一目了然，迅速通过引申寓意获得商品所要传递

的信息。再次，色彩元素的应用[11]。大胆泼辣、随心

所欲是广灵剪纸的突出色彩特点，但其并不是毫无规

律的任意涂抹，而是依据一定的章法，理性地进行设

色。其中，红色象征欢乐融洽的气氛，是相对应用较

多的色彩。在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包装或者传统佳节的

礼品包装中，红色一直是设计师十分推崇的颜色，用

以表达某种吉祥美好的寓意，凸显设计主题。 

3  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媒体、电视、网络等高

科技信息渠道已经相当成熟，与之相反，许多优秀传

统的文化却逐渐走向衰落，有的甚至已经黯然退出历

史舞台。山西民间剪纸艺术作为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急需一批剪纸艺人的奋力挽救。然而，剪纸艺术

正面临着断层危机，使得这一艺术形式后继乏人，有

的已经被彻底冷落[12]。面对这一现实，广大设计师应

将更多的山西剪纸元素融入到艺术设计之中，为剪纸

艺术寻找更多的生存发展的机会和领域，让剪纸艺术

在发展与交流中传承下去，并逐步走向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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